
A82022年3月3日/星期四
湾区新闻部主编/责编 张德钢 / 美编 张江 / 校对 周勇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辉 通讯员 管佳

东莞城管：

行走于道滘镇大岭丫村
中，村内的中心道路旁随处可
见垃圾桶，而村内的河涌上，
干净得连落叶都极其少见。
大岭丫村辖区内大多是厂房
和村民宅基地以及新建住宅
小区，这样一个典型的半城中
村，是如何实现“干净整洁”的
呢？

原来，作为道滘镇环卫改
革试点村之一，大岭丫村成立
了村级环卫保洁公司，聘用78
名本地村民承接本村环卫管
理工作，分成三班制对辖区进
行清扫保洁，并建立考勤、考
评、监管机制，有效改善全村
环境卫生状况。“由村民负责
环卫工作，不仅解决了村内闲
散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提升
了村民们在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的参与度。”大岭丫村村委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外，大

岭丫村还动员全民参与污染
防治环境建设工作，积极参与
村委会开展的“洁净城市活动
日”暨“河湖保洁日”活动。例
如，大岭丫村已把门前三包纳
入村规民约，通过规范村规民
约来制约村民行为，并采取奖
励措施，每年年底进行文明户
评比，对文明户家庭奖励生活
用品。

村（社区）环卫保洁要提
质，关键还是推进环卫管理制
改革。为此，2021 年，东莞市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强化
制度设计，印发《东莞市城市
精细化管理“十四五”规划》，
明确“十四五”期间全市城市
管理工作的主要工作构想、重
点工作任务，并完善城市精细
化管理工作机制，实施一系列
长短结合的具体举措。同时，
注重以“绣花”工夫做好“微改

造”，建成 100个口袋公园，种
植开花乔木 6.9 万株，打造 33
条林荫大道，美化各类市政箱
体 4000 余个、修整树池 2.7 万
个，打造33条莞味广告示范街
（区），出门见景、推窗见绿的
效果逐步形成，市民生活的

“小幸福”感进一步增强。
此外，开展城市“暗区”整

治行动，着力解决道路有路无
灯、有灯不亮、亮度不够等问
题，例如石龙镇推动市政路灯

“一杆多用”建设，减少60%原
有功能单一、阻挡视线的灯
杆，设置 1550 支智慧灯杆，大
大提升照明效果。推进慢行
交通项目建设，镇街中心区域
形成闭环，慢行交通环境得到
新提升。初步建成全市天然
气管道“一张网”，燃气管网里
程达到3500多公里，管道里程
位居全省前列。

试点环卫改革，提升保洁水平

围绕环卫保洁中心工作
高标准作业擦亮城市底色

小桥流水、扁舟桨声、榕树广
场、亲水栈道……2022 年 2 月 17 日，一场

主题为“城市精细化管理再提升”的“洁净东莞·
城市论坛”在东莞市道滘镇大岭丫村举行。与会人

士对大岭丫村优美、洁净、有序的村容村貌印象深刻，纷
纷惊叹居然在制造业名城东莞还有如此独具岭南水乡风
貌的村庄。

截至2021年年底，像大岭丫村这类环卫整洁、景色优美、
特色鲜明的城市精细化管理示范村（社区）在全市共有 123
个。而这也只是2021 年东莞全市城管系统全面推动全市域
城市面貌提升的一个缩影。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局长刘永定表示，2021年，围绕环卫保洁这项中心工作，全
市城管系统组织全面下沉一线开展环境卫生督导，通过
压实镇街（园区）、村（社区）、保洁管养单位等各方责
任，在全市域开展多轮次、地毯式的大扫除行动，
重点解决洒水冲洗、动态保洁、脏乱差等影响

城市面貌的梗阻问题，以高标准作业擦
亮城市底色，推进城市环境品

质显著提升。

走进东莞市东城街道牛山
社区，宽阔的道路、洁净的社
区广场以及随处可见的牛文
化墙绘……这些无不给进入牛
山社区的人以舒适、清爽的感
觉。原来，近年来，牛山社区
在东城街道的大力支持和城
管部门的指导下，通过扎实推
进精细化管理，实现环境卫生
大提升，2021年牛山社区仁厚
里村和梁家村还被评为东莞
市精细化管理示范村，当地居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大提
升。

这些变化得益于牛山社区
正在实施的环卫网格化管理
机制。据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刘伟华介绍，为推动社
区环境大提升，牛山社区全面
推行“路长、巷长、所（站）长”
制，实施环卫网格化管理，大
力治理闲置地、插花地、卫生
死角，提升公厕的管养标准，
强化城市管养项目考核。同
时，通过规划城市精细化管理
游览路线、建设口袋公园、规
划停车位、开展“三线”整治、
新建城管驿站等，提升环境品

质，并因地制宜把城市管理理
念以及本村文化融入社区的
建设之中，达到串珠成链的效
果。

而这套环卫管理机制正是
基于东城街道正在推行的常
态化保洁和管理机制。据了
解，近年来，东城街道下足“绣
花”工夫，大力推进全域环境
综合整治，以完善机制为抓
手，建立环卫保洁汇报机制、
监理监管机制、市容环卫巡查
监督机制、机械化保洁机制、
完善考核奖惩机制等具有东
城特色的环卫管理监督考评
体系，并通过以奖代补、奖励
到人，持续开展“行走东城”

“洁净城市”专项行动，不断加
大环境卫生督导检查力度，提
升整体环卫保洁水平。

更为关键的是，东莞全市
域 常 态 化 环 卫 管 理 从 未 松
懈。据介绍，2021 年，东莞城
管系统在做好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各类博览会筹办、中央
环保督察以及各类迎检等大
型活动的环境保障工作的同
时，还常态化开展城市道路大

扫除，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乱
堆乱倒大整治，“城市家具”大
清洗，市容环境大清理，严格
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管理等工
作，不断提升东莞市环境卫生
水平，全市各主次干道、商业
步行街、公园广场等主要公共
区域以及背街小巷、村（社区）
道 路 环 境 卫 生 水 平 显 著 提
高。通过每月“洁净东莞指数
测评”及“红黑榜”评选，倒逼
各镇街（园区）持续做好环境
卫生的日常维护；每月组织开
展“洁净城市活动日”，对全市
建成区内所有公共区域、背街
小巷开展大清扫、大清洗活
动，广泛发动市民群众积极参
与到大清洁活动中来，持续做
好环境卫生的优化提升。

市城管委办常务副主任、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副局
长陈创业表示，要把“扫干净、
摆整齐”作为常态化工作抓紧
抓实，全面清理“脏乱差”问
题，抓好常态化保洁和管理，
久久为功确保实效，尤其要持
续狠抓闲置地、建筑外立面等
整治。

完善机制，常态化抓好环卫管理

来到东莞市南城街道石鼓
社区，干净的街道、通畅的人行
道、别致的外立面，还有不时掩
映路坡的绿植，足以让人有一
种置身于岭南特色的旅游景区
的错觉。殊不知，这只是石鼓
社区的一角。再往里走，石鼓
社区还建设有功能齐全的垃圾
分类宣教馆、环卫固废收集站，
配套建设有大大小小各类垃圾
分类投放点，完善了垃圾分类
闭环处理的机制。

垃圾分类处理也是提升环
卫保洁质量的重要保障。石鼓
社区环卫固废收集站于2019年
9月开始运营，占地面积约800
平方米，共分为废金属区、废塑
料区、废纸品区、废织物区、废玻
璃区、环卫固废区等六个区域。
据石鼓城市固废转运站负责人
李剑文介绍，该收集站再生资
源、可回收物回收量约 500 吨/
月，环卫生活固废回收量约100
吨/月，主要采用“互联网+可回
收物收处”模式，包括居民自提
送到站点、小程序预约上门回
收、拨打预约上门服务等多种多
样的交售方式，明码标价、公平
交易。目前，该环卫固废收集
站经过两年多的运营探索，其
采取“企业出资、社区免费供
地”的合作模式，已经形成初步
经验。而南城街道胜和社区收
集站将于本月底建成并投入运
营，蛤地社区、宏远社区计划今
年建设 3座收集站。接下来还
将全力搭建信息化平台，对接
数字城管系统，做到可视化监
管、数字化呈现，为生活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提供重要

数据支撑，同时探索低价值可
回收物回收模式。

与此同时，2021年，东莞持
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数据显
示，全市“3+3”“1+1”示范片区
创建进度超过 80%，建成 72个
示范社区、465 个示范小区、
1047 个可回收物便民交售点、
520个有害垃圾收集箱房、36个
垃圾分类主题宣教馆，在省住建
厅组织的珠三角城市第三方评
估中名列前茅。其次，东莞进一
步优化收运体系，开展垃圾收集
点、转运站等基础设施专项“体
检”，累计完成438座生活垃圾
转运站升级改造工作，以“站长
制”及智慧化监管为抓手，打造
出一批“质量有保证、作业有监
督、污染有控制”的高水平生活
垃圾转运站。其中，采用撤小并
大的方式，新建大型转运站 8
个，提高压缩转运作业标准。

此外，东莞市城管系统还通
过“开挖筛分+筛上物焚烧处
理”的方式，累计清理存量垃圾
64.44 万立方米。其中，大朗镇
象山垃圾临时填埋场从“恶臭+
投诉的填埋场”蜕变到“绿色+
智能化的公园”，成为东莞市填
埋场整治和生态修复的标杆示
范。建成26座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厂，处理能力达 2052.6 万
吨/年，资源化利用处理能力居
全省前列；建成2个餐厨垃圾集
中处理厂和 47 个就地处理项
目，餐厨垃圾处理能力达 1150
吨/日；建成海心沙环保热电厂
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
14250 吨/日，在全省率先实现
新增生活垃圾全焚烧零填埋。

建环卫固废收集站，提升环卫质量

环境卫生是城市精细化管
理工作的重要一环。2021 年 9
月以来，东莞开展环境卫生优
化提升实践，为 2022 年持续贯

彻落实“扫干净、摆整齐”的要
求指明了方向。

“今年大致有七项措施需
要落实。”据市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局市容环卫科科长杨婧
婧介绍，主要包括提高环卫
保 洁 养 护 的 单 价 、对 村（社
区）卫生死角开展常态化清
理、实施道路分级分类管理、
编制环卫保洁预算指引、实
施信用评价机制监管、加强
环卫项目智慧化监管手段以
及关心关爱环卫工人。杨婧
婧表示，希望通过这一系列
举措，提高各镇街对环卫工
作的重视程度，加大投放，严
格监管，督促环卫企业提高
人员、设备投入，提高环卫保
洁工作成效，高位推进环境
卫生品质提升工作。

2022年 1月 21日，2021年
度东莞全市城市管理工作总结
会议召开。东莞市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局长刘永定在部署

2022 年工作时强调，东莞要牢
牢抓实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提升
的主责主业，想方设法提升环
卫作业质量，制定全市环卫分
层级、分类别、分区域的作业标
准、单价标准，加大环卫作业资
金投入，建立行业管理信用评
价体系，大力开展关心关爱环
卫工人活动，提升环卫保洁工
作质量，以高标准作业擦亮城
市底色。

2022 年，“扫干净、摆整
齐”更是升级为东莞城管系统
的中心工作。无论是全面推进

“门前三包”工作，还是深入实
施东莞市城管片长制，都被作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扫干
净 、摆 整 齐 ”要 求 的 具 体 举
措。东莞城管片长“六巡三访
一执法”中的“六巡”的一项重
要工作就是环卫保洁。而今年
将要开展的“门前三包”专项
提升行动也是把推进“门前三
包”责任制作为扫干净、摆整

齐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同时，2022 年 1 月 30 日，

东莞市城管委办决定即日起在
每月推出“洁净东莞指数测评”
的基础上，开展“最美”“最脏乱
差”区域评选活动，助推全市环
境品质持续提升。开展“最美”

“最脏乱差”区域评选，主要是
在全市域以巡查暗访的方式，
精准评选出城市精细化管理最
高、城市环境品质最美的区域，
树立一批典型标杆，向社会公
布并供全市城管系统学习借
鉴；评选出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低、环境“脏乱差”问题突出
的区域，以通报、曝光倒逼，引
起基层镇村重视，精准施策、集
中力量开展整改提升行动。通
过持续开展“最美”“最脏乱差”
区域评选，在全市树立越来越
多的先进典型，清除环境“脏乱
差”黑点盲区，逐步提升东莞市
人居环境质量和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

2022年多措并举，高位推进环卫品质提升

东城街道牛山社区红色文化长廊

东城街道东城街道““口袋公园口袋公园””———桑园龙湖公园—桑园龙湖公园

环境优美的道滘镇大岭丫村环境优美的道滘镇大岭丫村

城管片长向市民派发联系卡


